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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军民携手肩并肩军民携手肩并肩 建设吕梁谱新篇建设吕梁谱新篇

倡导移风易俗倡导移风易俗 弘扬文明新风弘扬文明新风

“五色”分级预警，让家事矛盾纠纷类

型识别精准，响应及时；“四员”调解让家事

矛 盾 纠 纷 处 置 人 尽 其 才 ，才 尽 其 用 ；

“12345”一站式工作法，让家事矛盾纠纷化

解 呈 现 部 门 联 动 、综 合 治 理 的 崭 新 格 局

……这是文水县人民法院在家事纠纷解决

中的生动实践。

2023 年以来，文水县人民法院以家事

纠纷多元解纷为着力点，跳出法院单打独

斗的固有模式，由法院引领示范，动员其他

部门适时加入，全力开辟“预防为主、调解

优先、法治断后、力促和谐”的家事审判新

路，真正实现源头管控家事纠纷，坚决防止

“民转刑、刑转命”的情形发生，让家事案件

审判与诉源治理实现深度融合。

躬身入局 家事审判入驻县综治中心

“不是关起门来蒙头答题，而是融入当

地社会综合治理体系共同答题。”文水县人

民法院在创新家事审判工作模式过程中，

通过集思广益、广纳谏言，促使工作活起

来，机制建起来，大家的响应度热络起来。

该院坚持把“党支部建在庭上、党小组

建在团队上”，推动构建党建、审判与社会

基层治理有机结合的“枫桥式人民法庭”，

能动参与家事纠纷多元化解。该院设计

“党建引领、诉源治理”品牌 logo，引导开栅

人民法庭进驻县综治中心，设立“一室、一

庭、一中心”，即家事调解室、家事审判庭和

诉讼服务中心，提供登记立案、诉前人民调

解、诉调对接、家事审判等线上线下诉讼服

务，实现从诉前调解、立案、审理、回访等一

站式化解家事纠纷。

与此同时，该院秉持案结心解、保护弱

势的工作理念，坚持“调解优先、情感修复”

原则，结合背对背调解、归纳争议焦点、引

导合理预期等调解方法，温情化解家事纠

纷。

在一起七子女赡养纠纷案中，家事调

解员先期认真倾听，率先找到纠纷症结所

在，法官则指导调解，帮助家事调解员梳理

要点，找准突破点。随后家事调解员再次

和老人沟通，老人松口表示愿意在儿子家

养老，儿子也愿意和母亲一起生活，调解员

趁热打铁做其他六个女儿的工作，最终七

子女就母亲的赡养、医疗等问题达成一致

意见，母亲和儿子生活，六个女儿每月给付

赡养费。为避免调解结果执行受阻，承办

法官与妇联联合案后回访，确保案结事了。

推陈出新 家事审判对接机制梳理

调 解 是 优 选 ，但 以 案 释 法 也 不 能 忽

略。该院在家事审判工作中注重将自身职

能的先天优势发挥出来，借助赋予多重含

义的法律文书，让家事纠纷当事人深刻感

受情与法的“恩威并举”。

该院力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政法

协调、法院牵头、社会参与”模式，制定文水

县人民法院婚姻家事纠纷案件办理流程图

以及《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加强对妇女和

未成年人的保护，制定《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立案须知》《心理疏导工作机制》；开展家

庭教育指导，制发首份《家庭教育责任告知

书》。

“离婚这道题，保护孩子才是‘最优解

’，一切以孩子健康成长为中心。”这是文水

县法院法官办案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原则。

在周女士与郭先生的离婚纠纷案件

中，该法院在送达判决书的同时，向周女士

发出《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教育指导离

婚当事人关心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督促离

婚父母双方相互配合，避免离婚后未成年

子女的家庭教育缺失。周女士认真阅读了

《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后表示，虽然夫妻

感情不在，但是以后会站在有利于孩子成

长的角度处理相关问题，同时对承办法官

的良苦用心，表示诚挚的感谢。

“四员”助阵 家事审判更多元更专业

作为站在家事审判工作前沿的政法机

关，如何将自己的工作与党委政法委的统

筹安排，整体布局步调一致，文水县法院充

分发挥人民调解特长、人民法庭审判优势、

家事调查灵活中立、心理疏导修复关系的

作用，引入家事调查员、家事调解员、家事

审判员、心理疏导员开展家事审判工作。

在文水县委政法委的支持下，该法院

与县妇联、县司法局签订共建协议，积极探

索以“家事调解员+心理咨询师+法官指导”

的新模式，建立“三室”，即家事调解室、心

理咨询室、在线调解室，根据起诉状的事实

与理由进行筛选，对于涉及家暴、当事人情

绪波动大或者未成年子女抚养争议大等纠

纷，进行心理疏导。组建家事审判团队，优

化队伍结构，组成家事审判团队，配备了女

法官，女法官助理、女书记员和女司法警

察、女调解员、女调查员，力求以女性法律

工作者的特质消融家庭坚冰，共同促进家

庭和睦。

预警先行 家事审判力争做到精准识别

为全面准确梳理家事矛盾纠纷，使其

从初始阶段就能被识别到位、施策到位，

处置到位，文水县法院制定了《文水县人

民法院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五色”分级预

警机制》，家事调解员在诉前调解阶段进

行初次评估，排查可能发生风险的案件；

进入诉讼程序后，法官根据应诉情况再次

进行评估，向司法警察大队发送《案件风

险评估表》，庭审配备 2 名司法警察，保障

庭 审 顺 利 开 展 以 及 防 止 矛 盾 激 化 ；诉 讼

中，当事人有过激言论或举止，通过数字

法院系统向公安发送预警提示，目前已经

预警 5 件；最后，对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进行

分级分类，并根据不同情形联合相关部门

进行相应处置，每案均在数字法院系统进

行分级标注。

在薛某某离婚纠纷案件中，男女双方

剑拔弩张，男方报复心态极强，而女方离意

已决，若再判决不准离婚，将有可能发生

“民转刑”事件。办案法官通过与社区干部

联系，找到男方父母共同做通男方的思想

工作，最终双方调解离婚。

据统计，2023年，文水县人民法院受理

家 事 案 件 482 件 ，占 民 事 案 件 总 数 的

22.26%。审结 478 件，结案率 99.17%。其

中调撤 367 件，调撤率 76.78%。一审服判

息诉率 98.32%，达到了案结事了效果。

办好家务“小事”成就民生“大事”
——文水县人民法院先行先试探索家事审判“新风尚”

□ 本报记者 王洋 通讯员 吴凡

本报讯 （记者 付永文 通讯员 安豪） 推进移风易俗是加强

精神文明建设、创建文明县城的应有之义，是顺应群众期盼、减轻

群众负担的惠民工程，为进一步弘扬新风正气，推进移风易俗走深

走实，1 月 4 日，交城县委及宣传部组织开展移风易俗工作现场观

摩活动，对辖区八个乡镇移风易俗工作示范点进行集中观摩，并召

开移风易俗工作推进大会，比对不足，拾遗补漏，发现典型，努力形

成比学赶超、共同提高、纵深推进的良好氛围。这是交城县高位推

进移风易俗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有力举措，也折射出交

城县狠抓移风易俗工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风文明建设的坚定

恒心。

近年来，交城县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移风易俗

的决策部署，始终把移风易俗作为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的着力点、作

为惠民利民的民生工程来抓，以治理婚嫁彩礼过高、婚丧大操大

办、赡养老人薄养厚葬等陈规陋习为突破口，在推进移风易俗、建

设文明乡风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全县各乡镇、村（社区）积极把移

风易俗与群众文化活动、乡风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村规民

约（居民公约）、红白理事会的重要作用，教育引导群众摒弃旧习

俗、树立新风尚；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抓实抓细移风易

俗各项工作，汇聚起移风易俗的强大合力。2022 年，天宁镇磁窑

村、西营镇大营村被评为“吕梁市移风易俗示范村”，交城集中祭祀

经验做法入选吕梁市移风易俗优秀案例；2023 年 8 月，交城县被省

民政厅确定为“丧俗改革试点县”；11月，东坡底乡“丧事简办”入选

第四批全国“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移风易俗工作取得显著成

效。

通过集中观摩，大家学习先进经验、拓宽工作思路、提升工作

质效。广大基层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坚决克服松劲懈怠和“一阵

风”思想，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持续深入抓好移风易俗工作，为推

动交城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交城县

集中观摩比学赶超
移风易俗走深走实

1 月 11 日，由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主办的第一届孤独症

康复教育上岗实操培训班在吕梁市离石区田家会康复服务中

心开班。市、区残联及各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本次培训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市康复服务机构的 32名学员

参加培训，课程对照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规范化建设要

求设置教学框架，便于正确引导参训学员掌握孤独症儿童康复

教学思路，有助于在工作中有效开展教学的组织与实施。培训

方式采用“双师”模式，规范化与基层化并行。培训采用线上授

课、线下培训，实操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通过考核的学员将

获得孤独症儿童康复教育岗位专业技能培训证书。

据了解，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发育障碍，参训学员将会全

面掌握康复技巧、了解孤独症儿童康复方法，确保治疗和干预

措施科学有效，最终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记者 王瑞 摄影报道

喜欢丰子恺、汪曾褀的散文，并不仅仅

是因为他们的优美文笔，我更喜欢他们有滋

有味儿的生活，那才叫生活，那才叫日子。

丰一吟在《爸爸丰子恺》一书中，有

两幅 1963 年丰子恺在日月楼写作时的

照片：一张是一只小猫在丰子恺的肩上，

另一张是一只小猫卧在丰子恺的头顶

上。小猫的举动，丝毫不影响主人的写

作，十分可爱。他在闲居的时候，喜欢把

一天的生活情调来比方音乐。一天的早

晨，晴雨如何？犹之第一乐章的开始；一

天生活，犹如曲中的长音阶变为短音阶，

或事务繁忙，或昼永人闲。他说：“如果

有不论天气，天天照常办事的人，这一定

不是人，是一架机器。”

活得有趣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逛早市时，我经常看到一个中年商贩，没事

时就把一个空铁水杯，当做话筒，对着嘴一

会儿吆喝自家的菜名，一会儿就唱起歌来，

很是吸引人的眼球。还有一个卖野菜的

老大娘，没顾客时，就随着小广场上播放的

音乐，不停地扭动着身板，自娱自乐。无论

是名家名人，还是平头百姓，只要我们热爱

生活，生活就一定是美好有趣的，日子里就

一定会充满灿烂的阳光。

试想，谁愿意在生活和工作中，与那

些成天放下眉眼的人相处共事呢？谁愿

意在刻板的生活中，把活着的乐趣扼杀

掉呢？“春暖花开，面朝大海”是多么的美

好。有趣地活着，诗意地行走，优雅地老

去，一定是人生的快事。

活得有趣
□ 李峰

近年来，离石区滨河街道交通路社区党

委积极凝聚各方力量，实施以网格化管理、社

会化服务为导向，“党的建设、社会治理、公共

服务”为一体的社区治理模式，推动社区治理

向纵深发展，赢得社区群众广泛认可。

建立组织体系 构建社区治理“一张网”

交通路社区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在引

领基层治理的领导核心作用，抓好社区党

员、居民群众思想政治建设，建强红色队

伍，为基层党组织建设聚力赋能。首先是

搭建党群服务平台。积极组建以社区党委

为核心，居委会为主导，居民为主体，物业

管理委员会和其他各类组织共同参与的社

区治理架构，努力把党组织的服务理念转

变为共同参与治理的举措，把党组织的主

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促进党建引领

下的自治、共治、德治、法治一体化推进。

其次是建强小区（居民区）党支部。利用

“党建＋网格”的优势，把支部建在网格、组

织建到楼栋，整合社区党员、退休老党员、

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党员、小区党员等人员

力量，成立 10个小区（居民区）党支部，构建

“社区党委—小区（居民区）党支部—楼栋

党小组—党员中心户”联动工作体系，畅通

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强化党建引领 凝聚社区治理“一条心”

交通路社区稳步推行社区党委、居民

委员会、小区（居民区）党支部、物管会联动

治理机制。联合辖区党员、小巷管家、志愿

者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燃气设备更换等活

动，保证及时准确了解居民需求、化解风险

矛盾。积极推动说事议事，建立健全社区

党组织、居民委员会、小区（居民区）党支部、

物管会“四方”共议机制，围绕辖区内各类问

题、事项决策、小区环境等内容，社区统筹协

调，居委会参与指导，物业服务居民，针对辖

区内各类民生实际问题，及时召开“四方”共

议会议，共同协商处理，有效解决了散户区

安装天然气、道路塌陷、换热站选址等 15个

问题。此外，社区协调城市综合执法、派出

所、消防等部门，对小区违规养狗、占道经

营、车辆乱停、消防通道不畅通等与群众生

活密切相关的突出问题进行集中“问诊”。

整合共驻共建资源 激活社区治理“一盘棋”

加强社区治理，既要发挥基层党组织

的领导作用，也要发挥居民自治功能，把社

区居民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做到人人

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交通

路社区将多元主体参与作为党建引领社区

治理创新的重点，推进社区事务共商、难题

共办，变“单枪匹马”为“抱团上阵”。以“网

格”治理为载体，不断加强队伍建设，将“社

区网格、楼栋网格、党建网格”三网融合，营

造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氛围。深入

开展“组织共建、活动共联、工作共商、资源

共享”活动，与环卫、城管等部门开展“志愿

服务我先行”等活动 20场次，帮助居民办理

不动产登记证 60余户，解决小区（居民区）党

支部活动场所 10个，慰问困难群众 42户，资

助贫困学生 12人，确保服务项目多样化、服

务内容精准化、服务成效最大化。

志愿服务常态化 彰显社区治理“一片红”

交通路社区以“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为工

作要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引导党员、群

众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和为民服务活动。去年

以来，共开展集中志愿服务活动60余次，服务

人数1000余人次。在巩固文明城市创建等重

点工作中，组织居民党员带头参与整治，并带

动广大群众积极投身于人居环境整治中，共开

展环境治理、垃圾死角整治、文明宣传引导等

活动 20余次，形成“支部引领、群众参与”的良

好氛围，以实际行动改善小区环境。

作为新时代党的基层组织，交通路社

区不仅要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

署贯彻落实，更要创新社会治理，把党建嵌

入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切实发挥“党建引

领”主线作用，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谱好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新乐章！

凝心聚力为民服务
——离石区交通路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向纵深发展

□ 本报记者 王涛


